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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手机上传播的一则视频引起了笔者
注意，这是一段在中原地区集市豆芽摊前的“莲
花落”，全段 200多句、1600多字，其中有这样的
句子：“打竹板 这边来/卖豆芽子发了财/小豆
芽 弯弯腰/一天三遍把水浇/不发青 不发黄/
你泡豆芽真在行/您的豆芽真干净……”“要你
一块别伤心/不忘大哥你的恩/给我钱 我买馍/
您的孩子考大学……”视频中的说唱人，穿着整
齐，姿态从容，似是当地有一定名气的民间艺
人。其实，过去中原和南方集市上这样的场景
并不鲜见。笔者还从网上搜索到一段在韭菜摊
前的“莲花落”，看场景是拍摄于真实的生活，其
言辞技巧、仄韵，和着快板的节奏，令观场的人
听得津津有味。

快板也称数来宝、莲花落、竹板书、说鼓子、
快板书、顺口溜、流口辙、练子嘴等，在不同时
期、不同地域，有不同称谓、语言和表演风格。
其最初是沿街乞讨时用的一种方式，历史相当
久远。说唱者拿着两片或多片竹板、或是两个
半圆形可夹在指间的小铜片，在集市和村庄里
巡说，有的说几句，有时说一段，直到给了米面
吃食或零钱，便道谢离开。

将快板最早运用到正面宣传，当数红军长
征路上体现得最为生动。如影视剧中再现的，
宣传文艺战士背着背包站在路边，打起快板说
唱，行军战士在不停脚步的情况下，边走边听，
有效地减除疲劳，受到鼓舞，继续向前。

新中国成立后，快板才真正成为一种曲艺
艺术。有的属个人爱好，更多则运用于业余和
专业的文艺团体中，在广场、街道、舞台和荧屏
上，训练、编排、演说着幽默段落，歌颂党和国家
政策、好人好事、英雄人物的故事，成为一门广
大观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简洁明快、风格独
特的艺术形式，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快板源于中国民间，而将快板改造成可登
上舞台和荧屏的大雅之堂、成为传播正能量的
艺术形式，则是国人的智慧。

快板这种艺术形式，由三两人乃至单人就
能完成。我国民间还蕴藏着许多简洁的艺术形
式，需要挖掘、改造和利用，对传播党的政策、活
跃基层文化生活，具有省时省力、富有生命力的

功效，能很好地解决走村入户的问题。
像乌兰牧骑这种艺术形式，就是活跃在内

蒙古大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它从诞生
以来，以轻装简从、灵活机动的小分队形式，在
广袤的草原上完成了文艺演出、宣传辅导、生产
帮助、生活服务等多项任务和功能。其鲜明的
特点即是队伍“短小精悍”、人员“一专多能”、节
目“小型多样”、乐器“简单轻便”。这不仅适应
地域广大的内蒙古地区，也同样适应广大农村
牧区，特别是地广人稀、村户散落、交通不便的
草原、山区，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高原海疆、边
防哨所等。其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的
精神实质，同样适应所有的文艺组织和文艺院
团。

尽管当前艺术形式丰富多样了，各类通讯
和传播手段发达了，但因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广大基层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依然强烈。
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节约资源、节省人
力、扩大普及面来看，仅靠专业文艺团队是不够
的。当前社会各层面和民间蕴藏着大量的文艺
团队和爱好者，实力强大、热情高涨，但还缺乏
有效的组织和归属，缺少舞台和用武之地。如
何整合和运用好这支强大的队伍，使其成为社
会主义文艺大军中的重要力量，正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
示精神的具体体现。

各类刀、叉、匙、盘是西餐的标配，貌似雅致
但繁复，就吃饭而言一双筷子就可以简单完美
地解决问题；钢琴、大小提琴、管号满台是一场
音乐会，而一双快板、一把胡琴、一支箫笛同样
可以启迪人心、鼓舞士气。坚定文化自信，要更
好地结合中国特色、地区特色，运用好各种艺术
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讲好身边故事，弘扬中国
精神。

由一副快板生发的艺术思考
◎元夫

读高莉芹的散文集《听雨》，一篇一篇，你会
随着她的娓娓倾诉和精心描绘，被引进一个丰
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从飘忽的情感云烟中可
见她心灵的闪光，聆听到她委婉曼妙的心曲。

散文是最适于表现作者自我感受的文体。
古人云：“行文之道，神为主。”这个“神”，指作者
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而作者的思想是蕴
于情中、融入情中的，随着情感的抒发自然表
达。情是作品的灵魂，高莉芹笔下，春风夏雨，
秋霜冬雪，感时花溅泪，万物皆有情：河流张开
了眼睛，春风奏响了爱情，雨声带着绵密的情
思，秋意阑珊情未尽，冬雪飘飘情更浓。柳树报
春，雄鸡报晓，风花雪月，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
着作者寄予的情感。我们读着篇篇作品，被她
的情绪感染着，在她的情感世界如沐春风，渐入
佳境。

读高莉芹这部散文，还会随着她的脚步和
笔触，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尽赏异域风情，奇
妙景观，当然更少不了家乡丽景名胜。大千世
界，处处皆是景，见景即生情，在她的笔下，文中
有画，画中含情，寄情于山水，情景交融，令人心
驰神往，更启人遐思。

在这部以情贯通的散文作品集中，可以看
出最让作者纠结于心而如影随形的，是乡愁乡
情。她住在城市里，听着窗外的雨声，梳理长
发，每一根发丝里都串着一段少年往事；在风
中，无论面对湿凉的海风还是甜腻的南国之风，
她都会想起家乡的风，想起小时候在乡风的吹
拂中，和小伙伴们一起到田野里捉蚂蚱的情景，
在风中的糜子地里寻找黑糜霉子吃的情景，和
小伙伴们在苇塘里捉鱼的情景……要过年了，
她想起往昔过大年，父亲写对联贴对联的情景；
过端午节，她会思念儿时住的老屋里弥散着的
艾蒿味道；走进梨花盛开的园林，脑海中便出现
了爷爷往日经营的梨树。更令她难以忘怀的，
是母亲做的家乡美食的味道，端午的凉糕，中秋
的月饼，还有那蒸熟的榆钱……那是她童年的
味道，家乡的味道。今天再吃这些东西，不是为
充饥，也不是为美味，而是为忆旧，“咀嚼那些在
灯光下逝去的日子”。

还有，那在夏风中波浪涌动的麦田，夏日里
充满生机的苇塘，那乡村的老屋，还有屋后的直
芨，那含着柴草混合味的能够生出无限温情的
炊烟，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永远拴在她心上，
牵动着她的魂，不时把她的思绪拉回到那久违
的境地，让她不由地生出回归家园的向往和冲
动。

乡愁、乡情是人们感情中最悠长也是最柔
软的部分。高莉芹散文写作中，常常陪伴往日
时光，享受岁月留痕，表现出浓浓的乡愁——一
个离开家乡的人对乡土的思念，对曾经乡土文
化的留恋。无论是在旅行途中，还是客居他乡，
都常常触景生情，唤起往昔的憧憬和感情深处
的回忆，总会想到那些家乡的经年往事，那些

人；无论走到哪里，走多少路，都会想起在家乡
走过的路，那是她通往精神家园的道路，是她

“心灵的原乡”。这种对乡土不离不弃的情感，
是最动人的。也正是这种情感，让作者伴着对
过往的回望，对人生的回味，写下了这篇篇深情
浸润的文字。

高莉芹这部散文集中，还有部分篇章是写
人物的。文中不时出现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和
其他亲人的身影，抒发她深藏于心的亲情和感
恩情怀。看似平淡的过往，却真情无限。更多
的是写她的同事、朋友，她的发小，还有学生，文
中寄寓着对他们的真挚友情、敬佩之情和赞美
之情。她把与同事、朋友间的深厚友情看作是
能够照亮精神世界的“生命中的太阳”，热烈赞
颂。还有的篇章，通过对人物命运的记述，表现
了作者善良悲悯的情怀。

高莉芹的散文，不仅以情动人，还有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即耐人回味。在她对时光和人生
的回眸中，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字里行间蕴含
着许多人生感悟，使作品增添了许多哲理意味
和思想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高
莉芹这部散文集《听雨》，以真挚真切的情感，表
现真实的人生，弘扬与人为善，书写景物之美、
时光之美、情境之美、心灵之美，不失为一部“追
求真善美”的有情有意的佳作。

在散文写作中营造美的境界、美的韵律，还
要靠优美的文字。高莉芹的散文，文字是优美
的，也是生动的、流畅的。她写“听雨”，微风细
雨，随风急雨，暴风骤雨，各有其声。写庭院的
雨，寺庙的雨，田野的雨，京城的雨，各见其景；
写春的温情，夏的热烈，秋的绚丽，冬的清静，都
如画似影，绘声绘色，可见她行文中的诗意化追
求。

“花叶无语，人本有心，在细数花瓣的时光
里，听到花开的声音；在叹息秋意渐浓的尘嚣
里，目睹了落叶的优雅转身；坐在时光的摇椅里
目送黄昏，一天一天从日历中翻过，一段故事在
梦里重逢，那些闪光的思绪沉淀在岁月深处，成
为生命里最美的风景。”让这些“风景”加上深情
的“配音”，化作文字，成画成影，展现于世，奉献
读者，我想这当是作者写作的初心。

让“许多散落的记忆，缠绕在心灵的枝头，
在回望的倒影里，深情成一首诗”，谱写成一部
情深意长的人生组曲，这就是高莉芹的散文集
《听雨》。

情深意长的人生组曲
——读高莉芹散文集《听雨》

◎李廷舫

郑茂文长篇小说《玻璃脆》是一部青春
励志小说。该部小说以华世赢商贸公司的
发展为背景，以主人公向文波、姜晓君、何
子晶在如芒、明平、上海、浙江、福建诸省市
以及整个大西部的足迹，串联起这部宏大
的商业财经生态主题作品，读罢令人荡气
回肠，不仅为整个故事的宏大背景所震撼，
而且为故事主人公健康、积极、充满正能量
的品性所感染，更为他们主动投身于西部
大开发事业、不懈探索人生价值的追求所
叹服。

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灵魂。《玻璃脆》塑造
了3位才华横溢、品性坚韧，而各有魅力的
职场中坚。向文波扎实的文案功底、一丝不
苟的认真劲儿和丰富的内心情感，使他在华
世赢商贸公司如鱼得水，尽管偶有挫折，却
总能以顽强的意志、谦虚的态度和过硬的经
营管理才能力挽狂澜。姜晓君是一位执着
的事业女性，而且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青睐；
尽管如此，她仍能保持谦虚低调，不骄傲、不
僭越，恪守本职，淡泊名利。而何子晶则是
一位财务管理经验丰富、拥有成熟女性风韵
的职场达人，单身的她，始终将一颗如火的
心投入到雷厉风行的工作中，又在生活中展
现着她独特的女性魅力。

商海浮沉，难免身陷铜臭而失去本性的
纯真。《玻璃脆》难能可贵地给都市情感商业
财经题材小说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其人物
总能经得起人性的考验，在奉承面前保持清
醒，在名利场中飘然身退。无论是姜晓君面
对领导的厚爱、赏识、有意提拔而不为所动，
还是向文波、何子晶在事业顶峰期却毅然决
然地投身西部开发的艰苦历程，彰显了道家
不为名利所动、淡泊处世和儒家积极入世、
创造价值相结合的品性和情怀。

相比于落入俗套的勾心斗角的职场小
说，《玻璃脆》的风格简约而不简单，清新而
携开阔之气。其视野之宏大、洞察人性之透
辟，令读者耳目一新。而这种风格是建立在
作家丰富、细腻的人文情怀、文学创作基本
功之游刃有余，以及文笔隽永，洗练清新之
上的，使得小说语言行云流水，酣畅飘逸；文
风淳朴，且温润如玉。作家郑茂文常常以抒
情的口吻，对精心设计、刻画得人物性格和
小说情节进行铺排有致、酣畅淋漓的表达。

“他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身体上散发
出活力四射的激情，心潮澎湃，思绪飘逸，乐
观和自信如影随形。他觉得一个人的幸福
跟金钱没有多少关系，跟职位权力没有多少
关系，只要拥有一颗博爱善良的心，一双发
现美的眼睛，长期坚持锻炼的体魄，足以抵
御世俗充满物欲横流的诱惑、心理疾病的侵
袭。那么，欲少心专，养志意通，德为本源，
身体强健，精神自然饱满快意。”类似这样的
书写穿插在字里行间，展现的是作者对人生
的独有体悟和正能量的积极传递。我们甚
至可以在向文波的身上，看到作家郑茂文的
影子——主人公通常是作者的眼睛——才
华四溢，谦虚低调，真抓实干，性情中人。

佳作总能引人思考。作为文学审美艺
术的研究者、探索者和评析者，我深读郑茂
文的作品，然而书中多层意蕴的昭示，又那
么鲜明地呈现在眼前。都市、爱情、生态，是
最能打动我的三大主题。

都市是广场，也是围笼。钱钟书先生早

有《围城》，而郑茂文的长篇小说《玻璃脆》，
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围城——都市，只不
过，这个围城在人生赢家向文波、何子晶和
姜晓君的眼中并非牢不可破，反而是游刃有
余于其中，成为迈向人生更高阶段的跳板。
不“破”不“立”，向文波在职业生涯的每一步
抉择中都走得慎重、安稳、出彩，遵从自己的
内心，又不违生存的法则。他在华世赢商贸
公司做得风生水起，也曾经在丰盈宝上海分
公司打破销售业绩记录，而最终选择与何子
晶一起到西部开发新的天地。他的每一步，
都是对“围城”的打破，一个鲜活的时代创业
者形象就这样来到了我们面前。

爱情是壁垒，也是鸡汤。向文波与何子
晶超越男女关系的友谊，让我们既羡慕又心
生惋惜。这种人类情感的独特存在方式，纯
而又纯，夹杂着男人的野性、女人的风韵，像
田园牧歌一样感染我们。与此相对，高小草
爱得狂热而赤诚，姜晓君爱得沉静而悠长。
向文波与三个女人之间，如胶似漆又似蜻蜓
点水，一段感情的结束，也是理性战胜感性
的洗礼。小说中还有一种爱情也值得注意，
那就是李若溪对施非钱的无条件的“依恋”，
实际是恋父情结与母性情结复杂融合的产
物，她既有感于施非钱的“金疙瘩”和“仗
义”，而且婚后沉溺于一个妻子理应照顾家
庭和丈夫的天生使命感，因此才未察觉施非
钱的吸毒行为。李若溪的单纯，反而将爱情
变为了壁垒，遮住了本该明辨是非的眼睛。

生态和谐始终是郑茂文文学创作中极
力昭示、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郑茂文在
《草原文化抒怀》中所言：“心怀大江山，天下
是豪情。”或许，这是《玻璃脆》结局开阔的宏
大之源。倘若小说结局于向文波、何子晶的
恋情开花结果，或者结局于向文波、姜晓君
的爱情复合，也不免落入俗套。然而，郑茂
文以其文学创作中多年的生态价值追求，将
3位主人公的生活带向了青青草原、茫茫高
原，让他们接受大自然对灵魂的荡涤，从而
实现了从都市到自然生态的过渡与升华，

“高山流水的旋律涤荡胸怀，翡翠谷的曲子
牵动思绪。”西部造林的成功，也是主人公心
灵再造的成功，在结束了托尔斯泰式的“复
活”之旅后，整部小说的格调最终完成了生
态美学意义上的升华。

曾繁仁先生在《生态美学导论》中提
出，生态美学已经告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
时代而向生态整体转型。那么《玻璃脆》所
暗示的都市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对立，在主
人公投身于生态建设的那一刹那即巧妙地
糅合了，都市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实际
上被向文波、何子晶、李若溪等胸怀理想的
一群青年人所摒弃，转而投身到自然的怀
抱，在拥抱生态和谐中找寻自身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由此，《玻璃脆》所昭示的都市、
爱情与生态的三元主题，值得我们进一步
反思。

都市、生态与爱情三重奏
——读郑茂文长篇小说《玻璃脆》

◎张富鼎

刘新超 摄


